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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n2011年大陸民辦高校招生拉警報，入學分數已探底，仍然無法補滿

招生缺口。不少民辦高職院校早在考前開始「出招」，包括派老師

到各高中進行「掃校」，分發傳單、設立獎助學金吸引考生，甚至

許諾介紹學生就讀，就可領取介紹費。為搶奪生源，民辦高校招生

手法出現惡性競爭。 

n大陸的博物館事業進入快速發展及轉型期，近年因文博會、旅遊業

的發展，以及與國際博物館的館際交流，促使博物館朝向企業化管

理，並設立各式新型博物館。然博物館發展仍偏重政治導向，目前

仍無法有效發揮社會教育功能。 

n2011年6月起大陸各衛星電視台開始流傳版本不一的「限娛令」，內

容要求各台必須至少辦一檔道德建設欄目，減少娛樂節目總量，並

增加新聞類節目。但面對市場機制的考驗，「限娛令」之施行成效

與持續性仍有待觀察。 

 
一、高層文化 

u2011年大陸民辦高校招生「吃不飽」，未來 5年生源持續下降，恐將

面臨生存危機 

2011 年大陸高考（即大學聯考）放榜後，許多民辦高校（即私立大學、私立技術學院、私立科

技大學）面臨前所未有的生源危機。以山東省為例，2011年山東省許多民辦高校招生

情況堪稱滲淡，尤其是高職（即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學校，竟有百所院校未招足學生，

山東省內 41所院校的錄取分數降至 180分（高考滿分為 750分），其中大部分為民辦高校，

竟然還招不滿學生。青島濱海學院院長韓方希指出，「我預計今年山東省會有兩到

三所民辦高校撐不下去。」（青島日報，2011.8.23） 

廣東省 48 所民辦高校中，有 28 所招生數未達預期，學生報到率達 85%已經

算是令人滿意的，不少民辦高校的學生報到率只有 65%至 71%之間，專家認為，明

後年的民辦高校招生情況將會持續下滑，主要原因在於出生人口減少，預估 5 年

後考生至少還會再減 10多萬人，民辦高校若無法提昇競爭優勢，可能面臨倒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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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市報，2011.9.27）。而湖北省部分民辦教育機構，在生源減少、債務纏身的情況下早

已宣布破產（每日經濟新聞，2011.8.31）。 

為了解決「吃不飽」的招生窘境，不少高職院校早在高考之前就開始「出招」，

包括，派招生組老師到各高中進行「掃校」，分發傳單、說明會、設立多種獎助學

金吸引考生，甚至使出不光彩的手段，許諾只要推薦一個學生報名就讀其學校，

就可領數百元人民幣的介紹費（中國新聞社，2011.8.26）。民辦高校間還出現惡性競爭、相

互攻訐、搶奪生源的手法，例如（中國教育在線民校頻道，2011.9.14；中國教育在線高考頻道，2011.6.30）: 

(一）在招生簡章上灌水，誇大自身的辦學條件、教學設施、師資水準、吹噓

畢業生就業率。例如富麗堂皇的教學大樓照片其實還沒完工，也不是實景拍攝。

學校實習工廠宣傳照則是借用民間公司的工廠設備拍攝等。 

(二）學校對外宣稱錄取分數很高，一向嚴格把關學生入學分數。但實際上是，

該所學校只要繳錢就可以報名入學，根本不管高考成績。宣稱錄取高分學生，只

是為了提昇學校的形象。 

(三）學校聲稱會頒給畢業生高級職業資格證，但畢業時領不到證書的學生大

有人在。 

(四）學校在招生廣告中聲稱畢業生就業率達百分之百，但實際上是新生一入

學就被迫簽訂就業安置合約，入學就等於就業，畢業生就業率當然百分之百。 

(五）學校聲稱提前繳費就可以優先錄取。學校招生時宣稱該校錄取分數高，

每年都超額招生，若家長擔心孩子報不上，可以先繳納 1,000元人民幣的學費。但

後來才發現這所學校根本招生不足額，慫恿學生先繳費，只不過是想先搶到學生。 

惡性競爭的結果，影響民辦高校的風評，不利於日後招生，如同惡性循環。歸

納 2011年民辦高校招生員額嚴重不足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因素： 

(一）出生率下降，導致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大幅減少。根據統計，大陸全國高

考考生生源在 2009年還有 1,020萬人，2010年降至 957萬人，2011年降至 933萬

人（文匯報，2011.9.4），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排名在後端的三本線民辦高校，最先感

受到招生不足的壓力，學校的重組合併，甚至退場，成了必須提前思考的問題。 

(二）學生與家長的傳統觀念，非「大學」不讀，學生寧可重考，也不唸民辦

高職學校。以目前大陸的經濟環境而言，正急需製造加工、建築等傳統產業，以

及電子、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人才，高職畢業生就業率居高不下，更勝於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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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但許多低分、落榜生則表示「寧可重考，也不讀高職」，因為大多數的家

長和學生認為，讀高職太沒面子了，將來只能當工人，工作也沒有前途。家長認

為，現在的就業市場對學歷要求太高，很多「體面」的工作都要求本科（即大學）畢

業，雖然高職就業率高，但就業管道太單一，有技術不如有學歷，「好就業」不能

代表能夠「就好業」。「我自己當了一輩子工人，就是砸鍋賣房也要供孩子上個本

科（即大學），不能再當工人了。」（中國新聞社，2011.8.26） 

(三）民辦高校發展的困境。例如：民辦學校教師還無法和公立學校教師一樣，

納入事業單位編制管理，民辦學校教師的退休工資和公立學校教師退休工資相差

近 1/3。當官方對公立學校的經費挹注增加時，公立學校教師的待遇和工作環境也

將提昇、改善，但民辦學校教師卻無法享有，以致老師們紛紛想調任到公立學校，

師資水準無法提昇、流動率高，削弱民辦學校的競爭力（新民晚報，2011.9.16）。民辦高

校與名校獨立學院（註：指一般公立大學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利用非國家財政經費所興辦的

大學高等教育學校，性質上為一所完全獨立於母體大學，且為「民辦性質」的院校，學習期滿成績合格的獨立學院畢業生，

不能獲得母體大學的證書，只能獲得獨立學院的證書，例如中山大學○○學院為一獨立學院，畢業生只能領得○○學院畢

業證書，而不是中山大學的畢業證書。）共同爭取三本線學生，但沒有名校光環的加持（註:雖然法

令上強調獨立學院必須完全獨立與母體學校之外，但實際上獨立學院依然打著與母體名校合辦的名號招生。），一般民

辦高校難以與其競爭，招生工作更為困難。2011年民辦高校招生嚴重不足的問題，

反映出民辦高校面對生源將大幅減少的趨勢，必須更積極思考因應策略，而政府

部門應對民辦高校未來的發展加以定位，採以合理的輔導措施及法制規範，協助

民辦高校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助力而非包袱。 

 

二、通俗文化 
◆ 大陸博物館與國際接軌的轉型 

近幾年大陸的「申遺」熱潮（大陸 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申請通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

景觀已達 40處），使得文化遺產逐漸成為社會焦點，順帶使得博物館領域有長足的發展

（新華網，2011.10.8）。大陸國務院對文化遺產與博物館事業日漸重視，大陸當局亦想在

國際間重振文化大國形象，加上大陸文博業從 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與國際各博

物館的來往逐漸增多，在許多方面已經有較成熟的看法並累積許多實務經驗。加

上博物館的日漸普及，使得博物館觀念也逐漸為大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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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奧運的舉辦，使得大陸將其視為表現中國文化的一次機遇，「人文

奧運」理念使得各級政府將博物館視為一個彰顯文化的重要表徵；加上 2010年在

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以下簡稱世博會），在世博會閉幕後一週，更舉辦國際博物館協會

會員大會，針對「博物館致力於社會和諧」等相關議題研討。會後除針對大陸資

金困難的博物館補助約 100 萬元人民幣，並計畫將世博展區規劃為博物館（新華網，

2010.8.4）。  

其後，大陸「中國博物館協會」積極招收會員，並舉行相關博物館的教育課

程，如 2011年在北京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舉辦博物館安全技術及管理培

訓班。對外亦藉由大陸國家文物局直屬的「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積極與世界各國

博物館發展交流合作，透過相互換展提升大陸國內博物館相關軟硬體，並借鏡國

際級博物館辦展相關經驗（中國博協網站，2011.10.9）。 

大陸文博業在現今政治及經濟價值的取向之下，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雖

因長期受到計畫經濟模式的影響，造成大陸博物館於管理和經營體制上存在不少

問題。但由於大陸文物、藏品種類繁多，國際博物館向大陸借展頻繁，透過國際

合作交流的經驗，大部分大型博物館已開始著手改革其現有的不良體制。如湖南

省博物館將其陳列部轉化為準企業化管理，即將該部門獨立出去後首先以博物館

自身的展覽為對象，作商業化的操作。另外還承接外部展覽，並將獲得的經濟收

益回饋一部分給博物館，從而使陳列部門積極地改善博物館常規展覽和組織籌備

特展，展覽品質也大為提高（湖南省博物館網站，2011.9.30）。  

北京地區的博物館由於類型多樣、與國際博物館往來頻繁，因此在建築、陳

設、展覽形態皆建立媲美國際級的規模系統，目前亦成為文化傳播的新型途徑。

另外，博物館也積極與旅遊業配搭，成為一觀光景點，並透過發展館藏品特色的

紀念品，有利於提高博物館的經濟效益。許多博物館更開始計畫設立「博物館紀

念品精品店」，並分析其投資及收益細項，甚至計畫結合旅遊市場，開立連鎖店，

以便使博物館能自負營虧，並為大陸樹立新的文化產業範本（南方日報，2011.9.30）。 

 

u博物館多元化發展促使各式新型博物館的出現 

隨著大陸城市化過程的加速，博物館成為現代化城市的標誌，加上近年來保

存活態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呼聲相對應，因此出現很多新型博物館，如生態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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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產業博物館等。 

許多新成立的博物館並非由文物部門籌建，而是地方政府進行主導，以發展

地區經濟為訴求，但大陸各行業興辦產業博物館亦漸成風氣，且結合地方觀光資

源。因此許多新興博物館不受傳統博物館定義的限制，進而將各產業豐富、多樣

化的內涵都轉化為大眾可以分享的博物館資源（貴陽日報，2011.9.26）。 

如「中國消防博物館」在去年消防宣傳日（2010.11.9）於北京開幕，展場面積達

9,500平方公尺，其中包括中國古代消防廳、近現代消防廳、防火防災體驗館及臨

時展廳等，除火災、地震、亦有山頂洞人用火遺跡及甘肅大地灣大型建築火災木

炭，並透過實驗區劇場體驗火災現場的模擬實況；由於此博物館為大陸中央政府

計畫主導，其座落點及相關整體建築設計皆為一時之選（中國消防博物館網站，2011.7.12）。 

另外，大陸國家體育場（鳥巢）南側也籌備改成「北京奧運博物館」，分為主題

展廳和臨時展廳兩部分，其展區面積約 1.8萬平方米，預計年內建成。屆時，奧運

相關文物、賽場上的各種具有收藏意義的運動器械和服裝，以及有關的文字及電

子資料都將全部在館內展出，集中展示 2008年奧運會申辦、籌辦和舉辦的歷史過

程和盛景，預計展出品將達 6萬件（中國消防博物館網站，2011.9.30）。 

大陸杭州也預計於 2012 年興建一座「中國動漫博物館」，整體室內設計由荷

蘭建築設計團隊「MVRDV」主導，外型以漫畫中常見的「對話框」造型為主軸，

園區共 13.7公頃，全部完工需花費約 10億人民幣，可稱得上史上最貴的博物館（今

日新聞網，2011.9.26）。 

 

u博物館發展仍偏重政治導向，無法有效發揮社會教育功能 

    近幾年由於大陸博物館開始轉變其定位與管理，主管部門和一些具有風向標

意義的大型博物館皆準確掌握了發展形勢，努力使發展趨勢朝向更規範、更有利

以及更有獨特性的方向進行。但在榮景的背後，也存在許多問題需解決。 

目前大陸博物館存在類型結構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如生態博物館、工業遺產

博物館和民族、民俗博物館等類別，不是目前大陸的重點發展項目，因此補助經

費和門票收入都不足以應付正常的營運。另外，自然科技類博物館、藝術類博物

館發展明顯落後於人文歷史博物館，雖其藏品眾多，亦有教育意義，但其發展及

輔導、補助明顯不足（重慶日報，2011.6.28）。 



 35 

眾多因政治導向成立的民間博物館更是良莠不齊，因經濟發展快速，無視自

身資源條件和社會發展實際需要，盲目興建新館，甚至重複建設；一些陳列展覽

存在著泛藝術化和視覺化的傾向，形式與內容脫節，忽視對文物展品內涵和展覽

主題的發掘、展示，既對觀眾產生誤導，也造成很大的浪費（新華社，2011.9.21）。 

因上述情況使得博物館在教育和公共文化的功能未能有效發揮，另多數地方

政府仍沿用過去計畫經濟時期的觀念管理博物館，普遍認為保管文物即是博物館

職責，並據此規定博物館的性質、任務、評估標準和管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

博物館的營運須接受其主管部門的行政指導，而行政指導部門對當前博物館營運

觀念老舊或沒有全面觀，可能會停留在傳統的格局或偏重某一種功能（如過去強調保管

和展示，現在又強調文物維護和社會教育），無法根據自身環境提出彈性的因應策略。 

大陸博物館除文物失修、展示陳舊，也有管理鬆散、服務態度冷漠的問題。

而且大陸目前也以博物館的數量（例如人均擁有的博物館數量，或是在多少面積中有一座博物館）作為

文化發展的目標，而沒有長遠的營運規劃和紮實的基礎建設，那麼博物館的增加

也等同於博物館問題的增加。 

目前大陸博物館實際上主要仍以發展地區經濟為訴求，由於這些博物館仍多

由政府主導，為一種由上至下的運作方式，大多藉由博覽會或大型活動會場改建

而成，有其政治宣告之意味，因此許多地方政府、博物館從業人員仍未清楚博物

館的社會服務功能及定位（國際日報，2011.10.12）。 

雖然大陸博物館在繁榮發展的表象下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但無論何種因素

導致博物館的發展，都會為其帶來更多活力，若能善用這些活力來改善博物館的

行政體制和營運管理機制，就可提昇博物館的專業素質和大眾服務功能，進而有

效更新大陸博物館的本質，發揮博物館的社會作用。 

 

三、大眾傳播 
◆ 大陸當局決遏制衛視節目過度娛樂化的傾向 

今年 5 月大陸國家電影電視廣播總局（以下稱廣電總局）蔡赴朝局長受訪時表示為

遏制過度娛樂化的傾向，擬要求各地方衛視每晚的黃金時段，娛樂節目每週播出

不得超過三次，「限娛令」浮上檯面的傳聞四起。7 月間廣電總局召開一場「關於

防止部分廣播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座談會」，邀集上海、北京、江蘇、浙江、湖南



 36 

等衛視的負責人參與，各台對該限令的看法大致可分為兩大陣營：湖南、浙江、

上海等娛樂節目較為強勢的衛視，其內部已經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節目規劃及

播映機制，排定的大批新節目早已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現階段只能且戰

且走；而其他地方衛視並不特重娛樂節目的製播，對這一限令普遍抱以支持的態

度（武漢晨報，2011.7..9）。 

 

◆ 港臺藝人成為「限娛令」祭旗下的受害者？ 

當各界對此限令議論紛紛之際，湖南衛視首遭開鍘，部份節目因邀請港臺藝

人演出違反相關規定，被迫暫停錄製新單元；浙江、東方衛視原邀請港臺藝人擔

任節目主持或嘉賓，開播時卻未如期現身（南方周末，2011.9.6）。湖南衛視的製作單位甚

至把新節目中出現的臺灣藝人畫面直接打上「馬賽克」，引發一波恐慌（旺報，

2011.10.1）。 

  廣電總局否認了限制「港臺藝人」的傳聞，並稱港臺藝人上大陸娛樂節目早

有明確限定，乃依 1999 年 8 月 10 日頒布的「廣電總局關於加強對聘請港、澳、

台從業人員參與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管理的通知」據以執行，各節目必須事先向大

陸文化部和該局申報，得到批准方可成行（星島環球網，2011.9.29；長江日報，2011.9.2）。大陸國

臺辦發言人范麗青亦稱：「臺灣藝人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的規定沒有新的變

化，還是原來的規定」（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9.15）。 

 

◆「關於加強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發布 

傳聞初期，部份大陸媒體分析限娛令出臺的機會不高，廣電總局先放出風向

球試探業者和民眾的看法，若見反對聲浪大，限令很可能會無疾而終（旺報，2011.8.30）。

熟料傳聞並非空穴來風，9月間廣電總局口頭發布「關於加強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

理的意見」(無正式文書），要求每個衛星電視綜合頻道必須至少辦一檔道德建設欄目，

增加新聞類節目的採製能力和播出總量。頻道的定位為新聞綜合頻道，必須以新

聞節目、宣傳教育為主，擴大多種類型節目的播出比例。新聞類節目須創新創優，

增強針對性、實效性，增強吸引力、感染力，使老百姓喜聞樂見（搜狐娛樂，2011.9.29）。 

值得關注的是，「限娛令」未如過往引來網友一面倒的批判與嘲諷。「你如何

看待廣電的限娛令」網路民調顯示，點選「支援，電視銀屏娛樂節目過剩，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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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網友佔 66.7%，選「反對，觀眾喜歡的節目應該被保留」的網友佔 29.7%；「你

心目中應該被限的電視節目是？」排名前五名的選項分別是聒噪膚淺的惡搞類競

技節目、製作粗劣的「雷人」電視劇、充斥倣偽劣的電視銷售節目、拜金低俗的

速成類婚戀節目及靠煽情炒作的選秀類節目（鳳凰網，2011.10.12）。 

 

◆「限娛令」之施行成效與持續性仍有待觀察 

去年 8月胡錦濤公開提出要「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許多跡象表

明大陸正在發起一次新的「道德運動」，此波整頓爭議性衛星電視節目的「限娛令」

只是開端 （中國新聞網，2010.8.3）。 

大陸經過 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會也累積了許多矛

盾與衝突，娛樂節目的亂象只是冰山一角。但對此問題的處理仍有不同的看法，

有大陸學者即認為娛樂節目是市場經濟下的必然產物，只要無傷大雅即可容忍，

不需以高道德標準去檢視，廣電總局在政策執行上忽略了立法前提，依賴的僅是

道德標準，而道德判斷不能作為政府法治工作的依據，亦即不該以公共權力打壓

媒體，應健全並發揮媒體自律的機制，及賦予社會群體監督的力量，提升娛樂產

業的良性發展，方能減緩娛樂文化持續朝「三俗」化的趨勢（鳳凰網，2011.7.12）。 

「限娛令」是大陸推動文化改革的一環，但逕以國家力量箝制節目內容取向

僅為治標之策；「限娛令」在大陸娛樂圈並非是個新鮮詞，限令範圍不斷擴大，但

爭議性節目仍屢禁不絕，足見在廣告收益與收視壓力下，衛星電視台陽奉陰違、

打擦邊球突破禁區的可能性不減。此波「限娛令」能否通過市場機制的考驗？其

施行成效與持續性仍有待觀察。 

 

(文教處主稿） 


